
一手創立「人民力量」的黃毓民再次重演
「建黨毀黨」一幕，日前他突然在社交網站上
張貼3封公開信，在沒有解釋原因下宣布即日
退黨。「人力」多名成員包括被點名批評的主
席劉嘉鴻坦言對此感到驚訝，表示會對「人力」
有一定影響，甚至會引發分崩離析。隨後黃毓
民更在網台節目上再次開火，指責「人力」有
人「勾結外人打自己人」，又指跟「人力」在
民主理念有分歧云云。黃毓民提出的兩個退黨
原因，所謂民主理念有分歧是假，有人勾結外
人才是真。

權鬥才是「人力」分裂的主因

導致黃毓民退黨的主因，始終是永恆的主
題：權鬥。黃毓民已說得很清楚，就是「人力」
有人「勾結外人打自己人」，勾結外人者劍指
的是「人力」主席劉嘉鴻、立法會議員陳志
全以及一眾親蕭若元的執委，也包括剛剛投
靠蕭若元旗下的親密戰友陳偉業。蕭黃的矛
盾其實早在上屆立法會選舉時已經激化，當
時黃毓民支持愛將黃洋達出選，但蕭若元及
劉嘉鴻、陳志全等人與黃洋達早有積怨，也
不滿黃毓民將資源傾向黃洋達，早已磨擦頻
生。黃洋達在敗選之後更公然指要與「人力」
割席，自稱只是「黃毓民教徒」與「人力」無
關，被蕭派指為「過橋抽板」，更引發兩陣營
互相炮轟，有「蕭營」中人在執委會上更叫黃
毓民「食屎」。

最終兩派在近日的「佔領中環」爭議中正式
決裂。早前蕭若元突然將「人力」的宣傳喉舌

「香港人網」關閉，主因是要與黃毓民派系進
行一次「大攤牌」，迫使「人力」執委歸邊：
是要選擇與金主同一陣線，還是跟隨「動輒罵
娘」的「教主」。結果「人力」執委差不多大
部分歸邊蕭派，連陳偉業也表忠投靠。黃毓民
自然不甘心其親手創立的基業被「鵲巢鳩
佔」，但形格勢禁之下一直潛伏等待反擊機
會，現在拉布鬧劇已完，法庭判決也出來，正
是向「人力」全面決裂的時機，於是再次帶兵
出走，就是要表示與蕭若元勢不兩立，與「人
力」再不是戰友。

黃毓民出走，所引發的不只是「人力」退黨
潮，更會令這個新生的激進政黨出現泡沫化，
顯然黃毓民是要重演當年在社民連辣手毀黨的
一幕。無疑，「人民力量」在上屆立法會選舉
取得三個議席，總得票更創下新高，確實是風
光一時。但「人力」雖然有執委會，也有政黨
的規模，卻從來沒有改變「個人魅力型政黨」
的本質，整個政黨並非是靠政綱、靠理念、靠
組織維繫，而是靠黃毓民的「個人魅力」將一
班支持者團結在一起。因此，外界從來都不會
重視所謂「人力」主席，支持者也一向以黃毓
民馬首是瞻，這也導致了黃毓民在黨內目空一
切，不放其他執委在眼內，名為執委實為「太

上皇」。任何政策立場都必須得到他同意，否則就是大逆不
道，是違反了黨的立場。這最終引起了日益強大的蕭若元
派系不滿，引發分裂。

退黨潮和內鬥將接踵而至

現在黃毓民退黨雖然令「人力」擺脫了「個人主義」的
色彩，但問題是「人力」本是靠黃毓民一人起家，現時的
三名立法會議員，陳偉業在新界西本來已經江河日下，又
無大黨支援，所以當初才要拉攏黃毓民組成社民連，之後
另立「人民力量」又一直陪伴在側，原因是他知道只有依
靠黃毓民的「政治光環」，他的議席才可以保得住，現在改
投蕭若元，失去的恐怕比得到的多。至於陳志全更是不值
一提，他得到的幾萬票難道都是他做電台時的「粉絲」？
沒有黃毓民帶 他競選，他現在還是蕭若元的跟班而已。
然而，他們這次卻「玩大了」，最終迫使黃毓民要退黨，這
對「人力」是重大打擊，不但失去了最具號召力的政治人
物，也會引發激進支持者的分裂甚至互相攻訐，「人力」
要在下屆選舉保住兩席並不樂觀。

現在「人民力量」正重蹈當年社民連之路，黃毓民在離
開後將不會善罷甘休，必定會發動支持者對「人力」一眾

「反骨仔」窮追猛打，「人力」也將陷入嚴重的內鬥漩渦，
泡沫化已是無可避免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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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黃毓民、陳偉業，因前年違法遊行、佔
據中環馬路和誣告警方「推跌」等罪行，被法庭判罪
名成立，分別判6星期和5星期監禁，各罰款4,800
元。判決公布後，港人拍手稱快，咸認為判決合
法、合理、合情。不少市民更呼籲：應依法褫奪黃
毓民、陳偉業二丑的立法會議員資格，絕不能偏袒
姑息。

判決合法合理合情

首先，黃、陳二犯，判囚時間均超過1個月。按《基
本法》第79條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之7條規定之第6
項：「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區內或區外被判有刑事罪
行，判處監禁一個月以上，並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
員三分之二通過解除其職務」。黃毓民判囚42天，陳偉

業判囚35天，故應解除其職務。
其次，《基本法》第79條之第7項規定：「行為不

檢或違反誓言而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
通過譴責」，也應解除其職務。黃、陳二犯，在前年
集會遊行中衝擊警方防線，推倒鐵馬，阻塞交通，
妨礙市民正常上班、生活；黃毓民更無中生有「指
證」警員「推跌」，行為不檢彰彰明甚；而黃、陳二
犯，自當立法會議員以來，並無踐行立法會議員

「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相反，時時辱罵行政長官
和政府主要官員，處處搶咪、掟物、拉布阻撓政府
依法施政，違反了誓言，因而早就應褫奪二犯的議
員資格。

其三，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聞判後表示：黃、陳判囚
合乎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條件。《基本法》並無規定

「緩刑」就不可褫奪。可見對黃、陳二犯已合乎表決褫
奪議席的合法、合理條件。

立法會各黨派議員，應遵從民意，合力將這兩名害群
之馬逐出立法會之外，否則港無寧日，立法會也久而不
安。

對「佔中」敲響警鐘

法官杜浩成指：罔顧他人安全而濫用自由，在中環
非法集結，又對警方無理指控，影響法治和香港的核
心價值，故應重判。這對戴耀廷等正在煽動、籌劃非
法「佔領中環」是敲響了警鐘。我們要正告戴耀廷等
政客：黃毓民、陳偉業的刑罰和手銬，就是你們明天
的下場。「佔中」是知法犯法，應依法懲處，勿謂言
之不預也！

依法褫奪黃毓民和陳偉業議席

前廉政專員湯顯明有關酬酢開支，反對派中人以湯顯

明曾與中聯辦工作交流，在毫無根據下聲稱此舉「涉嫌

貪污」，反對派更要求引用《特權法》調查湯顯明事

件。然而，這次並非一般有關酬酢開支的事件，當中涉

及廉署一哥、涉及大量廉署機密文件、涉及大批現任廉

署高層、反對派更意圖將事件波及中聯辦。前廉署執行

處副處長徐家傑在接受傳媒訪問時就直指，湯顯明事件

背後是一場「政治攻防戰」，是廉署內部執行特殊任務

的英國潛伏勢力，試圖妖魔化中聯辦，以至內地所有官

員。徐家傑更指有些廉署工作人員是「英國人留下來有

特殊任務的」，「英國人需要延續他們的影響力，照顧

他們的利益，只要香港後殖民地問題沒有解決，這樣的

對抗就不會停止」。徐家傑身為前廉署高層對廉署的內

部情況了如指掌，其分析值得高度重視。

廉署內「英國人留下的戰略臥底」

對於徐家傑指廉署內有工作人員是英國人故意留下

進行特殊任務，其實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事實上，

在回歸前十多年的過渡期中，中英之間爭鬥不絕，及

後英方意識到繼續與中方對抗，在回歸後英方將會成

為輸家，於是改為表面合作，實質不斷扶植親英勢

力，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正為香港留下了大批反對派政

客。同時，港英亦在多個重要部門佈下大量的「戰略

潛伏者」，其中最關鍵的部門有兩個：一是政治部、二

是廉政公署，原因是這兩個部門最能掌握官員以及社

會人士的資料。隨 香港回歸臨近，政治部轄下的情

報部逐步解散，所有機密資料被運到英國和澳洲，而

廉署便成為英國勢力的重要陣地，其中末代港督彭定

康的秘書就是廉署一個委員會的成員。回歸後隱藏在

廉署的英國勢力，一直非常低調，只是默默收集各種

有利資料，在適當時候發出致命一擊。

在回歸後多宗針對建制派人士的事件中，有關人士

的放料手法都是如出一轍，就是早已準備好鉅細無遺

的資料，之後交予個別傳媒發表，而且會以「切香腸」

的方式發布，逐步將事件炒熱升溫，反對派也會高度

配合在立法會上發動攻勢，將有關人士鬥個身敗名

裂。而且，有關爆料的時間都是經過精密計算，例如

在立法會選舉期間或社會上爭議激烈期間，往往能夠

發揮巨大的政治效果。回到湯顯明事件，誰會相信有

報章記者能夠如此神通廣大，潛入廉署取得大量機密

資料，甚至連他考察的照片也一應俱全？顯然，這是

潛伏勢力經過多年時間的搜集而得來，但一直沒有公

布，直到當下本港政改開始之時，才有組織有計劃地

發布出來，這有可能是巧合嗎？

現時反對派針對的卻不是酬酢開支問題，而是上升

至所謂「涉嫌貪污」，更意圖波及與廉署正常交流的中

聯辦，這顯然是別有用心。徐家傑在訪問中也直言，

在他任職廉署期間，「廉署要處理很多跨境案件」，

「人跑去大陸的話，我們怎麼查？一定要透過途徑才能

去找。大陸有人犯案跑到香港，大陸警察也不能來抓

人，也需要透過香港的相關部門。現在兩地溝通十分

緊密，辦案也是需要聯絡，這是現實需要」。

湯顯明事件是一場政治攻防戰

回歸之後，隨 兩地交往頻繁，涉及兩地的罪案自然

相繼增加，廉署定期與中央有關部門溝通是無可避免，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回應中聯辦官員與廉署人員交往的

問題時，表示「很正常」，原因正在於此。湯顯明身為

廉政專員與中聯辦有交流是應有之義。徐家傑也質疑，

廉署除了大陸官員之外，也和英國等其他國家與地區官

方接觸，但沒有媒體報道，如翻查記錄，肯定也會找出

問題，為什麼不「避嫌」呢？這說明廉署對於與中聯辦

接觸視作正常的工作交流，但有關資料到了某些人手上

時，卻成為了「借刀殺人」的武器。

在湯顯明事件曝光後，反對派立即群起要求引用

《特權法》調查，儘管之後當局及廉署已表示正進行調

查，但反對派仍然要求要在立法會上「公審」湯顯

明，目的已經不是要調查事件，而是一箭雙鵰，既要

人格謀殺湯顯明，也藉此抹黑妖魔化中聯辦。徐家傑

指出廉署和中聯辦與大陸有關單位聯絡工作是肯定要

做的，現在一部分人在妖魔化中聯辦，把內地官員抹

黑為魔鬼，而和內地官員接觸就是損害香港利益，這

是別有用心的。然而，背後放料人與反對派卻故意借

題發揮，誤導公眾質疑中聯辦是否通過湯顯明干預廉

署執法，並且利用《特權法》調查將事件長期炒作。

就算最後查無證據，但已經抹黑了中聯辦的形象，也

在社會上製造了「寒蟬效應」，令官員將來接觸中聯辦

更加避忌。

湯顯明事件只涉及酬酢開支的問題，不涉所謂「涉

嫌貪污」，更與中聯辦沒有關係。放料人與反對派突然

挑起事件，在時機上是經過計劃的，在目前政改爭議

激烈之時，利用子虛烏有的指控損害中聯辦形象，正

是為政改討論製造有利反對派的輿論環境，以配合外

國勢力利用普選奪權的圖謀，社會必須看清事件的本

質。

湯顯明事件背後的廉署暗戰與政治圖謀

第一，從政治上來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堅持愛國者為治港主體的原

則，是實施「一國兩制」的根本保證。

1984年6月22日、23日鄧小平先生在分別會見香
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鍾士元先生時說道，「一個國
家，兩種制度」的構想是我們根據中國自己的情
況提出來的。從世界歷史來看，有哪個政府制定
過我們這麼開明的政策？從資本主義歷史看，從
西方國家看，有哪一個國家這麼做過？（見於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59頁、60頁）
1984年12月19日鄧小平先生在會見英國首相戴卓

爾夫人時說道，如果「一國兩制」的構想是一個
對國際上有意義的想法的話，那要歸功於馬克
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用毛
澤東主席的話來講就是實事求是。我還想請首
相告訴國際上和香港的人士，「一國兩制」除
了資本主義，還有社會主義，就是中國的主
體、十億人口的地區堅定不移地實行社會主義，
主體是很大的主體。這是個前提，沒有這個前提
不行。在這個前提下，可以容許在自己身邊，在
小地區和小範圍內容許資本主義存在，更有利於
發展社會主義。（見於《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
101頁、103頁）

1987年4月16日他在會見香港基本法草委會委員
時說道，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
會主義制度，這個特色，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
對香港、澳門、台灣問題的處理，就是「一國兩
制」。「一國兩制」是個新生事物，它不是美國提
出來的，不是日本提出來的，不是歐洲提出來
的，也不是蘇聯提出來的，而是中國提出來的，
這就叫做中國特色。試想，中國要是改變了社會
主義制度，改變了中共領導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
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會是怎樣？香港的繁榮和穩
定也會告吹的。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變，五十
年以後也不變，就要大陸這個社會主義制度不
變。「一國兩制」要講兩個不變，一方面社會主

義國家裡允許一些特殊地區搞資本主義幾十年、
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確定整個國家的主體是社
會主義。否則怎能說是「兩制」呢？那就變成

「一制」了。不講兩個方面，「一國兩制」幾十年
不變就行不通了。（見於《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第218頁）

1984年6月22日、23日鄧小平先生在分別會見香
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鍾士元先生時說道，港人治港
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
港人來治理香港。未來香港特區政府的主要成分
是愛國者。甚麼叫愛國者？愛國者的標準是，尊
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
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鄧先生說的
這三條標準中，第二條很重要，也是他非常看重
的。國家主權包括對內的統治權和對外的防禦
權，因此企圖顛覆中央政府的人絕對不是鄧先生
所說的愛國者。

第二，從經濟上來說，中國國家綜合實力的日

益增強，是香港實施「一國兩制」、保持香港繁榮

穩定的物質基礎。

1984年10月22日鄧小平先生在一次會議上的講話
中指出，香港問題為甚麼能夠談成呢？並不是我
們參加談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領，主要是我們這個
國家這幾年發展起來了，是個興旺發達的國家，
有力量的國家，而且是個值得信任的國家。（見
於《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85頁）收回香港主要
靠的是國家的強大，保證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不變
和繁榮穩定，說到底也要靠國家的日益強大，回
歸後香港多次戰勝金融危機和非典疾病災害的事
實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經濟上要積極適度融入內
地，已成為香港社會各界共識。

第三，從法治上來說，嚴格遵守香港基本法、

建立健全與其實施相配套的制度，是實施「一國

兩制」方針、保證香港長治久安的基本治港方

略。

一是《中英聯合聲明》確保「一國兩制」方針

不變。因為「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已經載入
《中英聯合聲明》，如果一定要修改，除非先行修
改聯合聲明。二是《基本法》明確規定了修改

《基本法》必須遵守的原則之一是不能違反「一國
兩制」基本方針政策。三是《基本法》規定香港
特區直轄於中央政府的含義之一，就是防止香港
高度自治受到干擾。

第四，從軍事上來說，中國政府堅持捍衛國家

主權，在香港派駐軍隊，防止香港出現動亂，維

護香港的繁榮穩定。

1984年10月3日鄧小平在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
團時說道，我講過中國有權在香港駐軍。除了在
香港駐軍外，中國還有甚麼能夠體現對香港行使
主權呢？在香港駐軍還有一個作用，可以防止動
亂。那些想動亂的人，知道香港有軍隊，他就要
考慮。即使有了動亂，也能及時解決。（見於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75頁）1987年4月16日他在
會見香港基本法草委會委員時說道，還有一個問
題必須說明：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
來管，中央一點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不行
的，這種想法不實際。中央確實是不干預香港
特區的具體事務，也不需要干預。但是香港特
區是不是也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情
呢？難道就不會出現嗎？那個時候，北京過問不
過問？難道香港就不會出現損害香港根本利益的
事情？能夠設想香港就沒有干擾，沒有破壞力量
嗎？我看沒有這種自我安慰的根據。如果中央把
甚麼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會出現一些混亂，損
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
港有利無害。（見於（《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
221頁）

第五，從文化上來說，香港和內地積極進行交

流合作，促進香港居民對國家的認同，和內地人

民一道分享做中國人的榮耀和尊嚴。

由於各種歷史複雜的原因，不少港人是在內地
受到政治運動衝擊之後移民來港的；由於香港媒
體的一些負面報道，一些港人對內地產生一些片
面認識；由於香港過去的殖民教育或西方價值觀
念的誘導，一些港人對內地的政治制度不夠了
解，等等。因此一些港人目前對內地還缺乏充分
了解，需要深入開展各種交流，縮小心理差距。

總之，保證香港「一國兩制」方針貫徹實施的
因素有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法治等多種，
只提「高度自治」，不提「一國」原則，是片面
的。

(本文轉載自《成報》)

究竟靠甚麼保證「一國兩制」
——《認識基本法》一書評議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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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聯席出版《認識基本法》第一章中的「資料三：《基本法》對落實『一國兩

制』如何作出保證」寫道，《基本法》總則中列明香港特區實行「高度自治」，香港的

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由香港永久性居民依照《基本法》的有關規定組成，香港保持原有

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這些規定都希望能為落實「一國兩制」作出保

證。其中，「高度自治」是「一國兩制」賴以確立的重要基礎之一。這一段話是有很大

片面性的，因為保證 「一國兩制」的因素很多，而只說「高度自治」是「一國兩制」賴

以確立的基礎，是很不夠的。

曾任前廉署執行處副處長的徐家傑在接受《亞洲周刊》訪問談到湯顯明事件時指，這是一場

「政治攻防戰」。確實，「廉署保密，密密實實」一直來是廉署引以為傲的口號，但大量有關湯

顯明酬酢的單據以至細節不斷洩漏予個別傳媒，事件顯然並不尋常，暴露廉署內殘存 一股英

國人留下的勢力，在回歸後一直潛伏，但每當本港政局風起雲湧之時，就會利用手上的秘密資

料興風作浪發動暗戰，配合外國勢力的政治部署。廉政專員與內地部門以至中聯辦有接觸，是

十分正常的事，就是在港英時期廉署也有與中方部門不時會面交際，請客食飯也是常事，從來

沒有人會大做文章。現時廉署內的潛伏勢力策動爆料行動，是一箭雙鵰，既要人格謀殺湯顯

明，也藉此抹黑妖魔化中聯辦，為即將展開的政改大戰製造有利反對派的輿論環境。


